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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系统管理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演进 

袁　莉，申　靖

（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从自然生态系统到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必然，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起源于生态系统管理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梳理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及

实践进行述评，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和方向，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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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是学者们应对全球（区
域）规模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一种响应。面

对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简单地仅从

自然或人类的角度研究生态系统都不能诠释其复

杂性。因此，以更加综合的视角，正确认识其分组

的自然、经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

系统研究区域自然、经济和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规律和机制，探索一种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为一体的新的管理模式———复合生态

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源于生态系统管理的

理论和实践。按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实践的轨

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生态系统管理理论萌芽阶

段→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复合生

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阶段。各阶段均有其

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萌芽阶段（２０世纪
３０～７０年代）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英国植物生态学家 Ａ．Ｇ．
Ｔａｎｓｌｅｙ（１８７１－１９５５）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
他认为生物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是

自然界一定空间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制约，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１］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９４９）较早地阐述了生态系统管理的整体性理念，
他认为人类应该把土地当作一个“完整的生物体”

加以关爱，并且应该尝试使“所有齿轮”保持良好的

运转状态。［２］５０年代后，生态系统理论受到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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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Ｇｏｌｌｅｙ以及 ＯｄｕｍＥ．Ｐ和 ＯｄｕｍＨ．Ｔ兄弟等生
态学家开展了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研究，创造性地

提出生态系统发展结构与功能。６０年代以后，生
态学研究由种群尺度扩展到森林、草原、渔业和农

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逐步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中

心。Ｗａｌｔｅｒ（１９６０）强调整体性地对待生态学各因
子，包括人类自身的必要性。［３］１９６２年美国学者
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ｓｏｎ向人们发出了环境退化的警告。之
后，来自５４个国家的生态学家参加的国际生物学
计划（ＩＢＰ）将世界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生
产能力作为研究重点，［４］这不仅推动了生态学研究

服务于经济发展，也为资源管理和环境建设提供了

理论和政策依据。１９７１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
Ｏｄｕｍ．Ｅ．Ｐ把“生态系统”的概念从生物界推广到
人类社会，他认为生态学应该是研究人和环境的整

体的科学，要着重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他

将生态系统定义为：包括特定地段中全部生物和物

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任何统一体。［５］７０年代初，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ＭＡＢ）围
绕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的关系，强调提高生态

意识的重要性，第一次把人与自然及其资源作为一

个系统加以研究，由此，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在实践

中开始得到应用，如１９７８年美国的《五大湖水质协
议》［６］中应用了“生态系统方法”术语，着眼于恢复

和维持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

物的完整性，将其视为一个由水、气、土和生物（包

括人）这些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且强

调人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７］生态系统跨学科研

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系统化。

　　二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资源枯
竭、污染加剧，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问题日渐成为关

注的焦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根

结底是生态系统管理的问题，用生态系统的理论和

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经营者的

支持，生态学研究从以往注重短期产出和经济效益

转而开始强调长期定位、大空间尺度研究。Ａｇｅｅ
和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８）分析了生态系统管理的适当边
界、明确的目标、管理机构间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监

测和政府的参与等要素的相互关系，构建了生态系

统管理的理论框架。［８］随后，在美国兴起了研究生

态系统管理的热潮，并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积

极响应，１９９１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ＡＡＡＣ）年会
上，美国生态学会提出了“可持续生物圈建议”

（ＳＢＩ），［９］美国农业部森林局提出了“关于自然森
林系统管理的新设想”。［１０］随后，美国林务局官方

首次宣布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国家森林。美

国机构间生态系统管理课题组（１９９３）直接将生态
系统方法定义为：“一种维持或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及其功能和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系

统方法以一种综合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自然资源管

理方式来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生

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１１］生态系统管理

承认生态系统是不断变化的，提倡保护后代人的需

求，保留他们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到的生态系统

产品、服务和状态的选择权 （Ｂｏ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１２］这与管理单个物种的战略或方案完全不
同，它是通过“关联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体来管理

生态系统的一种策略或计划”。［１３］Ｇｒｕｍｂｉｎｅ等
（１９９４）进一步指出生态系统管理是以“长期地保
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标，将复杂的社会、

政治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态科学融合的一种生态管

理方式。”［１４］Ｗｏｏｄ（１９９４）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认
为生态系统管理旨在“通过生态的、社会的和经济

学原理，经营管理生物和物理系统，以保证生态系

统可持续性、自然界多样性和景观生产力”。［１５］《生

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是操纵将生物

同其非生物环境联系起来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

和管制人类行动，以产生理想的生态系统状

态”。［１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传入我
国。我国学者赵士洞、汪业勖（１９９７）论述了生态系
统管理的基本问题；［１７］任海等（２０００）认为生态系
统管理是“基于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

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时空尺度范围内将人类价值

和社会经济条件整合到生态系统经营中，以恢复或

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１８］于贵瑞

（２００１）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框架，阐述了在
维持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总体目

标下，各类生态系统管理的具体目标。［１９］生态系统

管理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高产和

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这些都通过一

种完全融合了社会和经济需求的自然资源管理方

法来实现（顾传辉２０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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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以来，在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中，一些
国际组织，如全球环境基金组织（ＧＥＦ）为了强调对
自然资源实行系统管理，从整体上综合考虑各个因

素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在相关利益方建立伙伴合

作关系，推进管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综合生态系

统管理的概念，明确强调是生态系统各生态功能和

服务之间的关联（比如碳的吸收和储存，气候稳定

和流域保护，有益产品）、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

济和生产系统之间关联的一种综合管理的方

法。［２１］中国 －ＧＥＦ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
伴关系于２００２年启动，其目的是要建立跨部门、跨
区域的综合管理体制，通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把政策、法律、规划与行动等有机地统一和协调起

来，对西部土地退化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进行

综合治理，最终实现减少贫困、维持生态可持续性、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主要是将全球环境基金传

统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做法，转变为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及多部门、多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统一的政

策法规框架、统一的规划、信息共享机制，并分层实

施，促进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也极大提高

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针对资源

利用的冲突，重点是资源与环境规划和管理，并协

调各类相关机构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笔者认为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较之生态系统管理在其管理对

象、管理目标、基本方法上是一致的，综合生态系统

管理本质上就是生态系统管理；但综合生态系统管

理理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生态系统管理的局限，

更好地适应了生态系统演变的现实，充分体现了生

态系统管理必须考虑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目标是

社会的抉择的指导性原则，突出了多学科交叉途径

和采用科学的适当工具为手段的特点。

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是在生态科学研究不断

进入和实践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与传统的

自然资源管理不同的是，生态系统管理着眼于系统

的整体性，是具有明确且可持续目标驱动的管理活

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提出构建了一体化管理

的新框架，即基于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和社会系

统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综合

控制以达到管理整个系统的目的。总起来看，生态

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主要还是基于自然属性为主

的自然生态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生态系统管理除了具有自然、社会、经济基

本构成要素外，还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

能，迫切需要一种更加综合的途径，管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由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呼之欲出。

　　三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

　　（一）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
复合生态系统概念是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率先提出的。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根据他多年研究生态

学的实践，以及关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粮食、

资源、能源、环境等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提

出了将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复合到一起

的构思。８０年代初，马世骏、王如松进一步提出复
合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

系，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

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

并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而生态工程是实现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途径（马世骏，王如松，１９８４）。［２２］

袁旭梅、韩文秀（１９９８年）认为“复合生态系统
由多个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各系统按一定方式存在

着，相互作用，复合系统不是各子系统的简单迭加，

而是子系统的复合，“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就是

一个复合系统”；［２３］郝欣、秦书生（２００３）提出复合
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

态系统在特定空间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

系统，即所谓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并

探讨了复合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它

的演化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由复合生态系统复

杂性本质决定的。［２４］石建平（２００３）进一步将复合
生态系统的定义阐述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

联系组成的一个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与社会、

经济系统相互融合，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包

括生物）相互作用的循环式复杂系统”。［２５］叶文虎

（２００４年）认为：建立在自然生态基础上的人类社
会是一个高级的复杂系统，由生物、环境和人口组

成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依赖能量的转换和供需而共

存的。［２６］秦书生（２００８）分析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动
态演化特征、非线性特征、自反馈特征、循环再生特

征、协同共生等自组织特征。［２７］

（二）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与实践

蔡庆华（２００３）等多位学者将流域作为一个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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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探讨

了河流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管理问题；［２８］刘青、胡振

鹏分析研究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特

征、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

统具有三大服务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

功能；［２９］吴钢等（２００２）在对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
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等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三

峡库区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从经济、生态、社会及

综合效益方面进行评价。［３０］王如松（２００３）最早明
确提出复合生态管理概念，并论述了其要义。王如

松认为：“复合生态管理旨在倡导一种将决策方式

从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生产方式从链式产业转

向生态产业，生活方式从物质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思维方式从个体人转向生态人的方法论转型。通

过复合生态管理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

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

系统，从技术革新、体制改革和行为诱导入手，调节

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

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

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

度和谐”［３１］。石建平博士（２００５）认为复合生态系
统各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地耦

合在一起，以物质、能量、信息流的循环利用为基本

特征，系统输出端和输入端有机联接，以废物减量

化、资源再利用和废弃物再循环为基本原则，使物

质和能量以最低投入，达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

限度的循环利用，同时信息在系统中传递通畅，功

能最大。并着力于运行机制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探

讨了建立包含决策机制、实施机制、补偿机制、监督

机制、评估机制等。他设计建立了城市复合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直接放大为省域复

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本框架。［３２］

综上所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源于自然资源管

理。从自然资源管理到生态系统管理再到复合生

态系统管理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不断演进

的历史必然。自然资源管理着重于对资源的经济

价值和短期调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起到的仅是调

控作用；生态系统管理是以系统整体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注重的是保护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状态，保

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孕育而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注重的是人类活动

对这些过程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结果的影响，其

本质特征是系统性。

目前，学术界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

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而且真正从复合

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出发对其进行管理、调控的深

入研究更加匮乏，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为：

１．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和概念尚未形成
共识，制约了对其实践的指导作用；

２．研究的尺度主要限于问题区域及单要素的
研究，主要集中森林、草地、流域、海洋、湿地、沙漠

农田和城市等单一的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尺度，没

有立足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特性，进行系统研究；

３．存在简单化倾向。现有研究主要是生态
学、地理学、城市规划以及经济学从各自的学科角

度开展了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要实现对这个复杂系统的有效管理，需要在复杂系

统科学的指导下，构建复杂性科学管理范式，开展

多学科综合研究；

４．现有研究偏重于现状的静态评价、分析，没
有体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面向未来的特征。因此，

不断扩展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成果的应用范围和实

现这些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将是可持续发展理

论应用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确立和实施，迫切要

求加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机制和方法的研

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研究

的主要趋势和方向：一是从复合生态系统自身特性

出发，综合考查系统内各要素内生变量、各子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重点研究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

系统的耦合关系；二是充分重视系统的整体性特

征，突破还原论的束缚，以系统观为指导，综合多要

素角度，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三是以区域为尺度，

统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系统研究开放环境条件

下，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的聚集效应及空间结构

的优化。四是重视复杂系统分析方法以及 ＧＩＳ、ＲＳ
等先进技术的作用，加强系统综合测度与定量测算

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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